
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

四川省 文物管理委 员会

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

广汉市文化局
、

文管所

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于 ����年�� �月发

掘了一号祭祀坑
，
出上了一批珍贵遗物① 。

随

后
，
�月�� 日下午

，

砖厂工人在距
一

号坑东南

约��米处取土时又发现了二号坑
。

我们即刻

保护好现场
，

从 �月�� 日开始
，

进行 了抢救

性发掘清理
。
发掘采用探方法

，
开�� �米探

方�个
，
编

一

号为�������魂��
、
����

、
����

、

���� �图一�
。
�月��日结束田野工 作

，
出

土珍贵文物约���余件 �包括象牙在内�
。

目

前大量资料尚在修复整理之中
，

先就出上情

况及部分器物简报如下
。

第五层
�

浅黄色亚粘上
，
距地友 探 。 �

朽

米
，

厚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�米
。

上质较板结
，

湿 度 较

大
。

包含物主要为三星堆遗址晚妙的央砂褐

陶片
。

二号坑坑口即开 ��千
�

五层 下
，
打波生

土层 �图二 、 。

二 二号坑的形制

一 地层堆积

二号坑坑口上面的地层堆积可分为�层
。

现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����的北壁为例作说明

。

第一层
�

深灰色 农 耕 土
，

厚 。 �

�� 。 �

�

米
。

第二层
�

灰褐色土
，

跄地表深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

来
，
本层厚�

�

�� 一 �
�

��米
。

上质较松
，
内含

近现代陶瓷片
。

第三层
�

黄褐色砂土层
，
距地表深�

�

��

�
�

�米
，

厚�
�

��� �
�

��米
。

土质松 软
，

包 含

物与第二层相同
。

第三层下有一条沟 �编号

为���
，

打破第四层
、

五层和二号坑上 口
。

第四层
�

黄色砂土
，
距地表深 。 �

�� 一 �
�

��

米
。 ’

此层
�

不甚普遍
，
多被迭压在

�

�面的文化

层破坏
，
厚�

�

�� 一 �
�

��米
，

内含少量唐宋时

期的 陶
、

瓷碎片和青灰色砖头
。

此 从 被��

打破
。

������
，，

…气
�、、

�������

汗汗万一
’

一砚砚
��� 了

’’

���
���

图一 二号坑在探方中的位置

图二 �去�，
、 ‘

���为乙壁地忆剖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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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 二号坑平
、

剖面图

‘‘ �一 �一一一一
一

�一�一 ��一一、、 以权

……
� ，

…
���

二号玩为长方形竖穴
，
坑壁

微斜
，

坑 口被��和五层下璐�打

破
。

坑 口距 地 表 深 �
�

�� � �
�

��

米
，

长�
�

�
、

宽�
�

���
�

�米
。 �

坑

口至坑底深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�米
，
坑底长

�
、

宽�� �
�

�米
。

坑底西南高
、

东

北低
。

坑内填黄色五花上
，
填土

都经夯打
。

坑的方向为北偏东��

度 �片�三�
。

三 坑内遗物出土概况

二号坑的遗物
，
根据出土时

的堆积迭压情况可分为上
、

中
、

一

卜三层
。

下层堆积主要为大量草木灰

烬
、

炭屑
、

小型青铜器件
、

青铜

兽面
、

青铜树枝
、

玉石器及大量

的海贝等
。

中层堆积主要为大件的青铜

器件
，
如大型立人像

、 一

车形器
、

大型人面像
、

人头像
、

树干
、

树

座
、

尊
、

愚等 �图版壹�
。

上层堆积主要为��余枚�节�

大象门齿纵横交错地迭压在一起
，

幼土悄况

二�� �生



�图四
、

五�
。

根据清理情况分析
，
坑内遗物的投放有

一定先后次序
。

首先投放的是海贝
、

玉石礼

器
、

青铜兽面
、

凤鸟
、

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

树枝
、

树干等
。

这些遗物在清理时
，

大部分

都杂在灰烬的炭屑里
，

并留下了明显的烟熏

火烧痕迹
。

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和青

铜立人像
、

头像
、

人面
、

树座等
，
最后投

放象牙
。

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断成两段
，

上

半身位 于坑的中部
，
下半身位于 坑 的 西 北

部
，
被一青铜树座所压

。

尊
、

垂
、

彝等青铜容

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
，

大部分容

器外表都涂有朱色
，
器内都装有海贝

、

玉石

器等
。

青铜兽面位于坑的西北角
，

与大量的

海贝放在一起
。 ，

青铜人头像
、

青铜人面像主

要分布于坑的四周
，

中部也有少量的头像
。

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
。

头像和面

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
，

尤其是人面像
，
大

部分被打坏或烧坏
。

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

地有被烧焦的痕迹
，

有的玉石器被烧裂
。

大

部分遗物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
，

有的同一件

遗物碎成数块而分布于坑内的不同位置
。

推

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

时有意损坏的
，
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

。

四 出土遗物选介

坑内出土的遗 物
，

质 地 有 金
、

铜
、

玉

石
、

象牙
、

骨等
。

由于大多残损
，
目前拼对

’

修复和整理工作正在进行
。

有的器物破碎成

若干块 �节
、

片�
，

尤其是铜树的破损枝节占

了出上遗物总数的相当一部分
，

还有一些遗

物被打得很碎
，

其面貌
、

形状及用途还在探

索之中
。

目前遗物的数量只能凭可以辫认的

器形作粗略的统计
。

下面选择比较完整的器

物分类介绍
。

�一 青铜器
�

出土约��� 件② ，

器 种
’

有立人像
、

人头像
、

人面像
、

尊
、

罄
、

彝
、

车形器
、

神树
、

鸡
、

鸟
、

铃
、

兽面
、

缓
、

云

形饰片
、

蛇及其他异形器等
。

大型立人像 �尊 ���② � �一�
、
一���

。

头戴花状高冠
，
冠顶中间似盛开的花形

，

两

侧似叶
。

冠下段饰两周回字形纹图案
。

两两

相对
。

立人粗眉大眼
，

鼻棱突出
，

嘴角下勾
，

方

颐大耳
。

两耳垂下各穿一孔
。

脑后发际距冠下

。
二

�

二 卢阳 �

图五 二号坑上层遗物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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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图四
、

五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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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坑内遗物的投放有

一定先后次序
。

首先投放的是海贝
、

玉石礼

器
、

青铜兽面
、

凤鸟
、

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

树枝
、

树干等
。

这些遗物在清理时
，

大部分

都杂在灰烬的炭屑里
，

并留下了明显的烟熏

火烧痕迹
。

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和青

铜立人像
、

头像
、

人面
、

树座等
，
最后投

放象牙
。

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断成两段
，

上

半身位 于坑的中部
，
下半身位于 坑 的 西 北

部
，
被一青铜树座所压

。

尊
、

垂
、

彝等青铜容

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
，

大部分容

器外表都涂有朱色
，
器内都装有海贝

、

玉石

器等
。

青铜兽面位于坑的西北角
，

与大量的

海贝放在一起
。 ，

青铜人头像
、

青铜人面像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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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大

部分遗物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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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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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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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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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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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五 二号坑上层遗物分布图

铭 �期



�� � � � ���

颤颤颤薰薰馨瓢囊鬃鬓蒸……吕��
����

图 七 青铜立人像

�� �② ��一�
，

一���

座上花纹�上 �线图
‘

卜拓片������

锣

图
，

，又 �型青铜人头像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
�

�厘米处发际上方有两个斜长方形 孔
，

似

为插莽之孔
。

颈细长
。

左臂上举
，
左手置于

鼻前
，

右臂平举
，

右手与胸平齐
，
左

、

右手

腕各戴三个镯
。

双手极度夸张
，

握成环形
，

拇指特大
，

指甲突出
。

左手拇指与其他四指

相抵
。

右手拇指与食指
、

中指
、

无名指 相

抵
，

小指留外
。

着鸡心领左袄长襟衣
，

后摆

呈燕尾形
。

衣上右侧和背部主 要 饰 阴 刻龙

纹
，
龙昂头张嘴

，

领下有须
，

长颈
，

尾上翘
。

左侧主要饰回字形纹和异兽纹
。

左肩向右斜

饰方格纹带
，
两端至后背结节

。

两小腿上各

带一方格形的脚镯
，

赤足
，

五趾突出站立于

方座之上
。

座分上
、

下两层
。

上层为方座
，

方座四边以勾连云雷纹衬底
，
四 周 饰 圆 圈

纹
，

中间浅浮雌凸出长三角云纹
，

在云纹中

饰花蒂形纹
。

方座下由一倒置兽头连接下层

第 ��再



座
。

下层座为梯形
，

素面
。

立人

像花冠高��
。
�

、

冠下至足底人高

���
·

�
、

座高��
·
�

、

通高���厘米 �
�彩色插页壹

� �� 图六
、

七�
。

小人像 �尊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

半画雌
，
头戴平顶双角冠

。

粗眉

大眼
，
双眉

、

眼眶
、

眼球及颖部

徐黑彩
。

高鼻梁
，

大嘴
，

嘴角下

勾
，
云形纹耳

，
脖颈粗短

。

身着

对襟长服
，
腰束带二周

。

双手张

开抚按腹部
。

下体微侧
，

右腿蹲

屈
，

左腿单膝跪地
。

两脚赤裸
，

各有一小圆穿
，
推测这件人像是

挂在某种器物之上的
。

通高��
�

�厘米

插页壹
��� 图一五

�

��
。

人头像 ��件 �包括残件在内�

有大有小
，

根据形态可分为�型
。

侄互�理盛
，

佳乡�库莞�

四九 �型青铜人头像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彩色

。

头像

�型�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平 顶
，

阔 眉
，

杏叶形大眼
，

颧骨低平
，

高鼻梁
，

嘴很大
，

嘴角下勾
。

下颇似饰有一圈短短的胡子
，

直达

耳后
。

两大耳斜直
，

饰云纹
，

耳垂下有一圆

穿
，

耳旁留鬓发
。

长发梳向脑后
，

上端束扎
，

似插筹
，
发梢编成辫

，
垂至颈部

。

短颈
，
颈

下铸成倒三角形
。

头部前后纵径 ��
�

�
、

左右

横径��
�

�
，
头顶至下领高 ��

�

�
、

颈 部 前 长

��
�

�
、

后长��
、

通高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贰
��

、
��

图八�
。

图一� �型青铜人头像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 ��年



图一一 �型青铜人头像 ���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型�件 ���② �

���
。

头戴回字纹平顶

冠
。

粗眉大眼
，

鼻梁高直
，

嘴角下勾
。

两云

纹大耳
�

，

耳垂下各穿一孔
。

后脑勺略外凸
，

粗 长颈
，

颈部下端
、

前后均铸成倒三角形
。

头部前后纵径 ��
、

左右横径��
�

�
、

头顶至下

领高��
、

颈前长��
、

后长��
、

通高 �� 厘米

�图九
、

一二�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圆头顶
，
无帽

，

粗眉大眼
，

蒜头鼻
，
嘴角下勾

，
两么纹耳

，

耳垂下各穿一孔
。

后脑较圆
，
发向后梳理

，

饰蝴蝶形花异
。

颈
�

�细 下粗
，

下端铸成倒三

角形
。

头前后纵径�弓
、

左右横径��
、 ’

头顶至

下颇长��
、

颈前长��
、

后长��
�

�
、

笋长��
�

通
、

宽�
。
�� �

。
�

、

通高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贰
��� 图

一��
。

�型�件 ���② �

���
。

圆头顶
，

有发辫

盘
一

�’�头 上，

发际线齐耳根
。

粗眉大眼
，

高鼻

梁
，

鼻尖略向上翘
，
嘴角下勾

。

耳较圆
，

饰

云纹
，

耳廓至耳垂穿三个小圆孔
，

耳上方留

短鬓发
。

颈短粗
，
前下端铸成倒三角形

，
后

下端残断
。

头 长��
、

颈残长�
�

�
、

残高��
�

�厘

米 �图版贰
��� 图

�

一�
。

人面像 计��件
。

均为半圆形
，

根据形

态可分�型
。 图一二 �型青铜人头像���② ��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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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三 人型青铜人面

像 ���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型�件
。

眼球都明显突出眼 眶
。

标
�

本

��② ����阔眉大眼
，

眉尖上挑
，
眉宽�

�

�一

�厘米
。

双眼斜长
，
眼球极度夸张

，

直径��
�

�厘

米
，

凸出眼眶 ��
�

�厘米
。

前端略呈菱形
，

中部

还有一圆镯似的箍
，

宽�
�

�厘米
，
眼球中空

。

鹰钩鼻
，
两侧勾成云气纹

，
鼻孔呈� 形

，

鼻

尖突出脸面��
�

�厘米
，

鼻冀最宽处亦为��
�

�

厘米
。

大嘴
，

两嘴角上翘接近耳根
。

双耳极

大
，
耳尖向斜上方伸出

，

似桃尖
，

耳廓内饰粗

犷卷云纹
。

双耳和两眼球铆接在面像上
。

额

中部有一个�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厘米的 方 孔

左
、

右两侧上下各有一小方孔
，

推
搏碘 的

侧这个面

像可能是附在某个建筑物或
“
图腾柱

”
上的

。

通高��
、

宽 �以两耳尖为准��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�

�
�

�厘米�彩色擂页贰
��� 图一三�
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方颐宽面
，

粗眉

大眼
。

眉部和眼睑曾用黑色颇料勾划
，

额中有

一个�� �
�

�厘米的方孔
。

鼻棱突出
，

阔嘴
，

嘴

角不勾
·

双耳饰云纹
，
耳垂下各有一圆孔

。

左右濒部和两腮有�个方孔
。

面像通耳宽��
、

前高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叁
��� 图一四 �

��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�脸型比�型面像

瘦长
，

眉较短
，
杏叶眼

，

宽额
，

鼻棱尖直凸

出
，

嘴角上翘
，
下颇较窄

，

长直耳
，
耳垂上

有一穿孔
。

通耳宽��
�

�
、

前高��
、

厚 �
�

�厘

米 �图版叁
����图一四

�

��
。

尊 目前能辨别出的个体计�件
，
出土时

均已破碎
，
无完整器

。

现已修复几件
。

八鸟四牛尊 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
，

尖唇
，
喇

叭状侈 口
，

束颈
，

斜折肩
，
斜直腹内收

，
高

圈足
。

肩折处立雕 �个突出的牛头
，

牛 头 上

和相邻两牛头之间各铸一鸟
，
作浮游状

。

颈

部饰�周凸弦纹
，

肩部饰夔纹
。

腹上 饰婆 餐

纹
，
以云雷纹衬地

，
出�道扉棱

。

圈足 上 方

镂 �个椭圆形孔
，

饰 �周弦纹
。

圈足下方饰

变形夔纹组成的餐餐纹
，
以云雷纹衬地

，
出

�道扉棱
。
口径��

、

肩径��
�

�
、

圈足高��
、

通高

��厘米 �彩色插页贰
��� 图一五

��，四��
。

出

土时铜尊外表涂朱色
，
器内装海贝及玉器

。

��� ，年



三鸟三羊尊 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
，
形状与八鸟

四牛尊相似
，

体形略矮肥
。

尖 唇
，

喇 叭 状

侈 口
，

束颈
，

折肩
，

斜腹
，

平底
，

圈足
。

肩

上立雕�个羊头和�只卧鸟
。

颈部饰�周 凸 弦

纹
，
肩部饰云雷纹和乳钉纹

，

腹部出 �道扉

棱
，
扉棱之间饰婆贫纹

，
以云纹衬地

。

圈足

上方也开�个孔
，
饰�道凸弦纹

，
下方出�道扉

棱
，
扉棱之间仍饰云纹地赞餐纹

。
口径��

、

肩径��
、

圈足高��
�

�
、

通高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

肆
��� 图一五

��� 一六�
。

出土时
，

器身外

表涂朱色
，

内装大量的海贝
。

番 �件
。
�件完整
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方唇
，

窄沿
，

小敞 口
，

短颈
，
折肩

，
深直腹

，

矮圈

足
。

肩上立堆�个羊头
，

羊角上卷成云形
，
两

眼突出
。

颈上饰�道凸弦纹
。

肩上下饰夔纹
。

腹中间饰餐餐纹
，
以云雷纹衬地

，

要餐纹外有

连珠纹框
。

腹下近底部饰一周勾连云雷纹
。

足上饰夔龙纹
。
口径��

、

肩径��
、

通高��厘

米 �图板肆
��� 图一五

�

��
。

器外表曾涂朱

色
。

出土时内装一青铜凤鸟饰
。

小型凤鸟饰 �件 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
。

出

于铜垂内
。

大眼
，

长钩咏
，

咏上有一穿系用

的圆孔
，

上嗽处出一长长的云形饰
。

长冠高

耸
，

长颈
，
翅

、

尾上翘
。

通高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

米 �图一七
��

，
一八�

。

鸟形饰 �件���③ ��附 ��
。

短咏
，

长颈
，

长尾下垂
，

头上出一冠
，

冠上穿一小孔
。

鸟

体镂空
，
只以两条轮廓线勾 划 鸟 身

。

通 高

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�厘米 �图一七
��� 一九�

。

蛇形饰 �件�包括残件�
。

标本��③ ，
��

尾残
，

三角形头上昂
。

长三角形眼
，

眼睑后

角上勾至额部
。

两眼中间的额上刻有菱形纹

饰
，

额后刻云纹
。

鼻梁微微凸起
，
两鼻孔以

云纹装饰
，

鼻上两侧似有向后长的须
。

脑后

上方有一装饰物
，
已残

，

两侧饰花纹
。

长身

断面呈半圆形
，
饰大块菱形纹

，

大菱形纹内

又分为�个小菱形纹
。

蛇身两侧边饰云雷纹
，

颈下两侧各有一半圆形供穿系用的环
。

蛇头

直径 ��
、

长��
，

身径�
�

�
、

身残长��
，
通 长

��厘米 �图一七
���

。

汤

图一四 青铆人面像

�
�

�型入面像

���②���，������

�
�

�型人面像

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寥
甲甲 一

一
�一

一
一一、、 ������一��洲洲洲

舀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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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二域淤苦日日

芦一－一 一 一 一 一 一 ，
‘�

一一
�

�

��
卜��

一
一

一
一

困一五 铜器

，
小 人如 �少分

“ �� �
· ’

又‘
沙丫 叭 ��含 “ “� �

·

教��② �丁卜� �
·

子鸟川户椒 ��卿
，“ 了
��� 为，

���佘为，厂��

夔龙形 饰 �件
。

是铜神树 七的 饰 物
，

一 七
��� 二��

。

均残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细长身已残
。

昂首
，
两 兽面具 �件

。

基本完整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

眼似�形
，

眼球凸出
，

弃尖上卷似云 气 纹
。

头上出两卷云形角
，

双眉斜 出 向 外
，
眼 细

张嘴露齿
，
上�枚

，

下�枚
，

最前一枚牙齿长 长
，

双眼浑圆
，

鼻梁细 窄
，

大 嘴
，

嘴 角 下

大锋利
。

领下有卷曲长须
，
下领与前齿之间 勾

，

上
、

下两排牙齿紧咬
。

双眉尖处和两嘴

铸一环
。

残高��
�

�
、

残 长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�图 角的 下方齐有一小圆孔
。

件����宽��
、

高 ��
�

�
、

� � 。 戈�



靛靛靛腿腿
里里

���

矍矍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日日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互互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

湘湘湘湘盆盆艳月弓兰兰兰、、 �加 �吧万二 口 ，，�����、 ‘ ���口门困困�扬七�甲叫叫

娜娜娜
�口 �
如如地地疖枯孙侧侧

馨馨睬睬睬粤鲤豁豁豁

图一六 铜尊���② ���了�腹部纹饰拓片�����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叁
��� 图二七

���
。

根据兽

面尺寸及四角的穿孔
，

推测当为祭祀时巫师

所戴面具
。

戈形器 ��件
。

一半以上残
。

可分为�
、

�两式
。

�式�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�附�窄细直援
，

援中起脊
，
直贯前锋

，

锋微残
，

援两侧成锯齿

形
，
无刃

。

方形宽阑
，

阑正中有一圆穿
。

直

内
。

残长 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�图二一
��� 二二 �

。

�式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�附�比�式宽大
。

援中起脊
，
戈 身锯齿较�式细小

，

锋端没有

锯齿
。

宽阑
，

大圆穿
，

直内
。

通长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

厘米 �图二一
��� 二三�

。

二号坑出土两裸青铜神树③ ，
树座呈喇

叭状
，

出�道 人扉棱
，

扉棱之间镂空成云纹
。

在��② ����的座 上还有两个人像 �原应 为�

个�
，

背朝树 卜面向外跪着 �图二四�
。

树

干分叉
。

另一株铜树主干经拼对
，

残高达���

厘米左右
。

在这些树
�

上都 有 枝
、

叶
、

花
、

果
、 一

飞禽走 兽和铃等挂饰
。

两裸铜树的整体

修复工作还在进行中
，
详细情况留待以后报

道
。

�

�二�玉石器
�

有戈
、

璋
、

凿
、

缓
、

环
、

刀
、 “

舌形器
” 、

珠
、

管穿等
，

约�� �件
。

这

些器物一部分出 自尊
、

愚容器内
，

另 一部分

出于 下层堆积的灰烬之中
。

玉凿 数量最多
，

计��件
。

大部分出于

铜尊 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��
。

可分�型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‘附 �白色
，
圆柱

形
，
两头略比中间细小

，

双 面 斜 弧 刃
。

长

��
�

�
、

直径�厘米 �图二五
��� 二六�

。

�型 �件
。

横断而主要为方形和近 长方

形
，
可分 �式

。

工式 �件 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�
。

青色
， �

上卒

下宽
，
断面呈 长方形

，
双而斜弧刃

，
两侧留

图一七 铜器

小型凤鸟形价咬��② ��� �付。� �
�

鸟形抉仁��④ ��附�� �
�

夔龙形饰���① �。似�

兽灭只仁�二工
��夕、 ， 砚 灯 衫饰 ��

『

诬
。
�乙讨 气。少 �‘昌

，

万了为 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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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八 小型青铜凤鸟形

饰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，�

图一九 肯铜乌浴两

���③��附��

图二� 青铜趁龙形饰

���⑧�����

有明显的切割痕迹
。

残长��
�

�
、

上宽�
�

�
、

刃

宽�
。
�

、

厚�
。
�厘米 �图二五

��� 二七�
。

��式�件 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 ���
。

白 色 略透

明
。

下端比上端略宽
，
双面斜弧刃呈舌形

，

断面近正方形
。

长��
、

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�厘米�图

二五
��� 二八�

。

���式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青色夹雪花

状白点
。

上端残
，
体瘦长扁平

，
上窄下宽

，

断面呈长方形
，
刃部略残

。

长��
�

�
、

上端宽

�
�

�
、

刃宽�
�

�
、

厚 �厘米 �图二 五
� �� 二

九�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��附 �� 白 色 微 透

明
，
上端呈黑白两色

。

较短小
，
两头细

，
中

间粗
，
横剖面呈梯形

，
窄刃

。

长��
、

上底宽

�
、

下底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�厘米 �图二五
��� 三

��
。

�型��件
。

横断面均呈椭圆 形
，
可 分 �

式
。

�式�件
。

标本�攀② �
��附��白色

，
残

。

体呈梭形
，
双面斜尖 圆 刃

。

残 长 ��
�

�
、

宽

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二五
��� 三一�

。

��式��件
。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附 ��黑青色

。

上窄下宽
，
双面斜弧刃

，
呈舌形

。

长��
、

上

端宽�
。
�

、

刃宽�
，
另

、

厚 �一 泣
。
�厘 米 �图 二

五
��， 三二�

。

���式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附 ��白色微透

明
。

整体呈窄长条形
，
刃部略宽

，
双面斜弧

刃
。

长��
�

�
、

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�图二五
��，

三三�
。

玉戈 能看出形体的��件
。

根据援部可

分 �型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暗绿色
。

锋部

微残
，
前锋有脊

，
中段两侧向内折收

，
中间

厚
，
两侧薄

，
援身两边斜磨成双刃

。

窄阑
，

图二一 青铜戈形器�����

�式���⑧ ��
洲有�� �

�

�式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附�

门 � �几



长方形直内后缘略斜
，
内上有一小圆穿

。

援

长��
、

内长��
�

�
、

通长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�图

三四
���
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豆绿色
，

夹

黑色斑点
。

前锋呈三角 形
，

援 中 起 脊
，

宽

本
，
本两侧为双刃

，
刃部近上阑处 凸 起 两

齿
，

近下阑处凸出一齿
，

在本与栏处阴刻两

组平行线纹和一组云雷纹
。

窄阑
，
直内

，

内

上近阑处有一圆穿
，

内后缘微斜
。

援长��
�

�
、

内长�
�

�
、

宽�
�

�至 �
、

通长 ��
�

�
、

厚 �
�

��

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三四
���

。

�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 �锋 呈 乳 白

色
，
身为豆绿色

。

宽本
，
有脊贯通援及内

。

双刃
，
上刃和下刃两侧各 突 出一 小 齿

。

无

阑
，
短直内

。

内的上缘和下缘均双面斜磨成

刃
。

内上有一圆穿
，
后缘平直

。
上下刃的下

端近内处各刻三组平行线纹
。

援长��
�

�
、

丙
长�

�

�
、

通长��
�

�
、

厚 �
�

�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三

四
���

。

玉撕 ����件 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。

豆绿

图二四

青铜树座

���② ��。 月�

‘
�

图二二 人式青铜戈形器

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附��

图二三 �式青铜戈形器

���② �二‘�附��

色
。

宽
一

长柄
，
柄下端有一圆穿

，

背面平直
。

斜面单刃
，
刃微残

。

通长��
、

宽�
�

�一 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伍
��， 图二五

����
。

玉刀 �件 ���③ ���刁附��
。

前部呈黑

色
，
后部为绿色

。

前锋较尖
，

厚背薄刃
，
直

背通柄
，
柄残

。

近柄处阴刻 云 雷 纹
。

背 厚

�
�

�
、

残长��厘米 �图三四
��， 三五�

。

玉舌形器 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

��附�� 乳白

色
。

中间厚
，

周边双面斜磨成刃
。

长��
�

��

宽�
。
�
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二五
��� 三六�

。

玉镑�件 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。

豆绿色
。

宽

长身
，
背面平直

，
近背部有一圆穿

。

单面斜

刃
，
刃残

。

通长��
、

宽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
、

厚 �
�

��

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二五
�
�� � 三七�

。

玉环 �件 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
。

绿色
。

环

内缘有凸起的周边
。

直径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伍
�

� � 三四
���

。

玉理 ��件 �包括残件�
。

大小不一
。

绿色或墨绿
。

多出于容器内
。

标本��② ����

附 �绿色
。

肉较宽
，

理内缘有凸起的周边
，

缓上饰一道道的弦纹
。

直径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

伍
��� 图三四

���
。

璋 ��件
。
可分

“
牙璋

”
和

“
边璋

”
两

第 �期



以讨闰日︺曰目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阳日叼叮���
�

���
���夕

�“扣州训“州训日竹引训别翻训目����川川���川川阳幽川川川川川川川
，。

戮了
产

兮

李黔

一

日日月减曰日日日日日日�
�

丹日日日八日储日丫门间日锡日日日日
�

�
八人������介����，汁

图二五 玉器

�
�

�型凿 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
�

�

�型 �式凿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 �式凿���② ��。附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凿 ���②��。附���

�
�

�型 �式凿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 �式凿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�
�

�

�型 ，式凿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 �式凿���②�

��附��� �
�

舌形器���② ���附心�� ��
�

撕������③����附�� ��
�

铸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�均为����

大类
。

有玉质和石质之分
。

牙璋��件
。

据其形态的差异可分�型
。

�型 �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石质
，
黑色

。

顶端有双牙
，
一长一短

，
两牙内侧斜磨成双

刃状
。

长射
，

射与柄之间有突出的 �对齿状

扉校
，

扉棱上下各镂刻一对突出 的 云 形 纹

饰
。

扉棱下方近柄处有一直径�
�

�厘米的穿
。

牙长�
�

�一 ��
�

�
、

射宽 �� �
�

�
、

通长 ��
�

�
、

厚�
�

��厘米 �图版伍
��， 图三四

�

叻
。

�型�件 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。

石质
，

楠红

色
。

上尖下宽
。

顶端有两长度相等的牙
，
两

牙内侧磨成双刃
。

表面打磨较光
。

射与柄之

间有 �对齿形扉棱
。

柄与扉棱交接的中间有

一圆穿
。

柄部残
。

牙长 �
�

�一 �
、

射宽 �
�

�一

� ���年





�
�

�
、

通长��
、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版伍
��� 图三

四
���

。

�型�件 ���③ � 】���。

玉质
，

墨绿色
‘
体

型小
，
顶端有一长一短的牙

，

两牙内侧斜磨

成双刃
。

牙顶端较平
，
没有�

、
�两型的尖

。

射与柄交接处刻�对齿形扉棱
，
中间�对齿形

扉棱又分别刻成两个小齿
。

在扉棱间刻 �条

平行线纹
。

在
�

�下两端的扉棱各 阴 刻 一 圆

圈
，

共计 �个
。
牙

卜

长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
、

射宽 �
�

�一

�
�

�
、

通长��
�

�
�

厚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三四
���

。

边璋�件
。

标本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石质
，
青灰

色
。

微残
，
顶端一边成锐角

，
一边成钝角

，

有明显的火烧裂纹
。

上宽下窄
， ·

射部和柄部
·

两面各阴刻两组图案
，
每一组包括�幅图案

，

每幅图案之间由两条平行线相隔
。

第一幅由�或�个身材
、

姿势
、

衣着相同

的人物组成
。

头戴平顶冠
，
冠上 刺 两 行 小

点
。

细眉
， ‘
旧

”
字形大眼

，

大嘴
，
嘴角下

勾
。

双耳戴有铃形挂饰
。

长颈
。

双手作半握

拳状
，
两拇指相顶

。

身着长衣
，
下摆至膝

。

两小腿上似戴有脚镯
，
两脚向 外 撤 成一 字

形
，
大脚趾

�

�翘
。

第二幅图案刻划两座大山
，
山

�

�有一圆

圈
，
似代表太阳

。

圆圈两侧分别刻有成八字形

的云气纹
，
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

，
山的中部

也有一圆圈
，

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
。

两座大

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
，
作半握拳状

，
拇指

按着大山的山腰
。

在两山中间
，
刻 有 一 个

馨 馨
�

不
月

一俘二李 ��咬二二二三马
二二

一�

� �

�

为

‘目�目目目目汉日目目目“日目
肠

川日幂已
�����
元二几 一

’’

屯屯屯屯乡二一 立一 ���缩缩缩缩

二二二
二二二
己己己

图三四

�
�

玉环�� 筑② ��习附二� �
�

玉缓���②����附�� �
�

�型玉戈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玉戈 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
���③ ��工�附�� �
�

玉刀���③ ���‘附�� �
�

�型玉牙璋���⑧ ����� �
�

�型石牙璋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
���⑧ 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�
、
�� �为���

，
余为����

�
�

�型玉戈

�
�

�型石牙冲

� �� �年



图三五 玉刀

���① ����附��
、

图三六 玉 乙形
卜
�

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浦了���

伙人像
，

大型青铜人而具
、

青铜神树等是一号

祭 祀坑没有见到的
。

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
，

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模和祭祀内

容
，

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

和青铜艺术特点 ， 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

古代蜀文化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艺术
、

冶金
、

宗

教
、

礼仪等
，

提供了重要资料
。

�
�

在二号坑出土的遗物中
，

提供判断时

代依据的器物主要是铜尊 、 垂等容器及大型

青铜立 人像
、

青铜树 上的 鸟及其他纹饰
。

但

上述器物的时代差距较大
，

我们选择其
‘
卜铸

造年代最晚的
，

作为此坑下埋年代的上限
。

二号坑与一号坑同处 一个区域
，

相距仅

��米
。

但一号坑开 口于第 �发掘区的第六层

下
，
其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④ 。

而二号坑则

开 口于第 ��发掘区的第五层下
。

就地层关系

而论
，
二号坑显然晚于一 号坑

。

二号坑出土的晰 戈
、

缓等玉石器的形制

和丁号坑所出相比
，

显得体形长大而厚重
。

青铜头像比一号坑出土的种类增多
，

造型也

色竺形符号
。

第三幅由两组 ”泌尸连云雷纹组志
第四幅刻划三个相同的人物

。

均头戴山

形帽
，

帽上有��至��个雨点纹
。

细眉
， “
日 ”

字形大眼
，

大嘴
，

嘴角下勾
。

两耳挂两两相

连的圆形耳环
。

长颈
。

双手在胸前作半握拳

状
， 两大拇指相顶

。

衣 长及大腿部
。 �

双膝跪

地
。

第五幅有两座大山
，

山的内部构图与第

二幅同
。

两山外侧各立一枚牙
’

璋
，
两 山 中

间空处被 一座山顶上横出的一冷钩 状 物 占

满
。

璋射长召�
�

�
、

上宽�
。
�

、

下宽七
。
�

、

柄长

����
、

通 长�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三八
、

三九�
。

飞

夕
’

�访之
·

五 结语

’
�

·

二号祭祀坑与一 号坑相卜匕
�

出
一

��遗物不

图三七

���① �

�‘ 诉

价，护

论种类跪是数量都
�

丰

滚，期
，

今��，’得 多
。

少七
，
�
，
大听达青铜



有所变化
，
显得更为成熟

。

因此时代应比一

号坑晚
。

二 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多为侈 口
，

高领
，

束颈
，

鼓腹
，

圈足上镂 方形或长方形孔
。

这

『�
�
一一门

�砂产州

艳几 派
一

积
了

挤 �
一

沙
、

广、 记

抖
不二介仁三丘

、

和

一

而一 几 翩
岁次 必岁 庭棋
参薯龙妄二毛爵芸全

仃︺吕必
乡

一

�、
价一

户
�

夕悠毖
、

�一 一一一

侧 ‘ 二�‘
�

图三九 石边璋���③ ��川附��局部

图三二�又 石边璋

���③ ����附��

�、���

健﹄
�

汾厂

冲
， 二

甘认 了
�

、 ’ 了 丰毛
，‘

县斗代
�

禅

种形制的尊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
。
二些容器

的肩部立雕牛
、

羊首
，
牛

、

羊首上一般又铸

立 鸟
，

没有牛
、

羊首的亦铸立鸟
。

这些器物

上多饰双层花纹和三层复合花纹
，

一般以云

雷纹衬地
，

突出主体双夔组合成的餐餐纹
，

夔尾下卷
。

在婆餐纹的上方
，

有些还饰目云

纹
。

主体花纹带 上 下 还 饰圆涡纹
，

间饰乳

钉纹
、

蝉纹等
。

在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座上出

现圆圈纹和三角形云纹
。

在其他部分残器上

还出现类似环带纹的纹饰
。

这些器物的器形

及纹饰特征
，
均与晚商文化特征相同⑤ ，

约

相当于殷墟二
、

三期⑥ 。

从二号坑内出上的

大量鸟的形象来看
，

头上都有冠
，

钩嚎
，

尾

上翘
。

而殷墟一
、

二期所发现的鸟纹
，

头上

都无冠羽
，

尾普遍下垂
，

直至殷代未期容器

上的鸟才普遍有冠
，

尾上翘① 。

故就鸟纹相

比
， 一

二几
一

号坑的时代也晚 于殷墟一
，
二期

。

综
�

�

所述
，
二

一

号坑的时代 左致相当于殷墟晚期
。



�钊四� 八鸟四牛铜尊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�纹饰拓片�一���

�
�

关于二号坑的性质
，

或认为是
“
墓葬

陪葬坑
” ，
或认为是

“
异族入侵

”
后宗庙遭到

“
扫庭

”
的结果

，
是所谓

“
庆胜性埋藏

” ⑧ 。

我们认为二号坑应 是 祭 祀 �埋�坑
。

理 由

是
�

一
，
半个多世纪的调查发掘

，
附近没有

发现墓葬区
。

在两坑的周围
，
砖厂��余年烧

砖取土
，
也没有发现墓葬

。

因此
，

是墓葬陪

葬坑的可能性很小
。

二
，
古书记载中有荆人

“
鳖 灵 尸 随 江

上
，

遂活
” ， “

望帝以鳌灵为相
” ，

最后
“
杜

宇禅位于开明
”
的传说

，

这仅仅是意味着政

权的变更
。

其间虽然不免有争斗
，
但似乎没

有发生过将宗庙彻底
“
犁庭扫穴

”
的剧烈事

件
。
况且

，

二号坑中出土遗物的投放都有一

定顺序
，
同类遗物的分布也较为集中

，
这反

映出投放这些遗物是有目的而不是盲目的
，

有规律而不是任意的
。

三
，
出土的青铜人头像

、

人面像
、

神树

以及玉璧
、

缓
、

璋
、

戈等
，

都应 是 祭 祀 用

品
。

特别是边璋 ���② ���� 附�� 上遍刻的

图案
，
应是蜀人祭祀礼仪的反映

，

其中一组

图案是插璋祭山
。 《周礼

·

春官
·

典瑞》载
�

“
璋邸射以祀山川

，
以造赠宾客

” 。

边璋的

图案印证了古书的记载
，

也为我们判断二号

坑的祭祀性质提供了证据
。

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均有火烧过的痕迹
。

结合文献记载
，
我们推测

，

当时的祭祀应有
“
播寮

”
祭天

、 “
座埋

”
祭地

、 “
悬底

” 、

祭山等形式
，

二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

活动的遗存
。

�
�

在二号坑出土的遗物中
，

青 铜 大 型

立人像
、

人头像
、

面具
、

神树等
，

具鲜明的

地方特色
，

在殷人统治区及其他地区都未曾

发现
，
应是蜀地的产品

。

玉戈
、

玉缓等玉石

器则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⑨ 。

自

����年以来
，
这类玉石器不论是成品

、

半成

品或是下脚料
，
在遗址内屡有发现

，

也应产

自本地
。

两祭祀坑出土的垂
、

尊等礼器
，
器

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
，
说明当时

蜀和中原有一定的经济
、

文化交往
，
但也存

在一定的差异
，
而更接近陕南汉中城固

、

川

东巫山
、

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
、

沙市⑩ 等

地出土的同类器
，
表明这些地区商代晚期文

化的共性
。

这次发掘得到广汉市和南兴 镇 有 关 部

门的大力支持
，
中国历史博物馆

、

重庆市博

物馆在器物修复方面多有帮助
，
在此谨表谢

意
。

发掘者
�

陈显丹 陈德安 胡文超

戴福森 敖兴全 张文彦

朱章义 刘章泽 郭汉忠等

执笔
�

二 陈

修复
�

杨晓邻 蔡长信 郭汉忠

拓片
�

戴堂才

摄影
�

江 聪

绘图
�

刘 瑛 黄家全 彭朝蓉

陈显丹 张文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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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④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
、
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

所等 《 广汉三星堆遗址 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》 ，

《 文物 》 ����年贫鉴一。期
。

② 现在青钢器物能数�止
，

包括钢树上的挂架
�

铃及

各种挂饰在内
。
铜树友原后

，
青铜器物的数量

，

可能会有较人的变化
。
玉石器

、

金器等的数量也

是这样
，

准确数宇以 今后的正式报告为准
。

⑧ 二 号结内出上铜树的拼对修复工作还 在 进 行 之

中
，
也可能有三棵神树

。

⑥ 北京少‘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 组 编 召商 周 考
，，�》 ，

文物出版社
， 一���年 �月

。

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编 《 殷墟肖铜器 》 ，

文物出版社
。

陈公柔等 《 殷周青银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 》 ，

《 考古学报 》 工���年第�期
。

�蛇�年��月在广汉召开的全国
“

巴蜀的历史与文

化
�

学术讨论会上的意见
。
现见于论著的有林向

《 蜀酒探源－巴
、

蜀的
‘

萨满式文化
�

研究之

一 》 ， 《 南方民族考古 》 ����年第�辑
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《 股搜妇好基 》 ，

文物出版社
。

《 枣阳首认发现商代铜林 》 ， 《 中国文物报 》 ，

，。�“年了月“ 日 “ 版
�
今一件商代大型铜尊在姚市

出土 》 ， 《 中国文物报 》 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口�版
。

山东嘉祥焦国故城

遗址出土布币

嘉祥县 文物管理所 李卫星 吴征苏

���。年春
，
山东省嘉祥县纸坊公社焦城

村农民在热国故城遗址取土时
，

从距地表���

米深处挖出五枚布币
，

后山嘉祥县文物管理

所征集
。

现将这 �枚布币介绍如下
。

“
梁夸析五

·
二�当十呼

”
布 �枚

。

钱体

厚重
，
铜质较细

。

平首
，

圆肩
，

方足
，

桥拱

形档
。

重��
�

�克
，
通高�

。
�

、

宽�
�

�
、

足距�
。
�

哑米
。

面文模铸
“
梁夸祈五

·

二当十导
”
八

补
。

背素平 �图一�
。

“ 梁正尚金当丹
”
布 �枚

。

钱体轻薄
，

铜质较细
。

圆 首
，

圆肩
，
方足

，
弧形档

，
面

图四
“

安邑二析
“

图五
‘

安邑二析
’

拓少�

拓�汽
·

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

�习一
“ 一

共夸

勺�五
·

二当
一

壬
·

等
’

才石�������

卜二
‘
梁正尚金

当孚
�

拓片�����

�月三
‘
安邑一

折
’

拓片�����

有外廓
。

重�
。
�克

，
通高�

�

�
、

宽 �
�

�
、

足 跳

�
�

�厘米
。

面文模铸
“
梁正尚金当呀

”
六字

。

背素平 �图二�
。

“
安邑一祈

”
布 �枚

。

钱体轻薄
，
铜质

略粗
。

平首
，
平肩

，

方 足
，
桥 拱 形 档

。

重

��
�

�克
，
通高�

�

�
、

宽�
�

�
、

足距�
�

�厘米
。

面

文模铸
“
安邑一析

”
四字

。

背素平 �图三�
。

“
安邑二析

”
布 �枚

。

平首
，

平肩
，
方

足
，
桥拱形档

。

一枚重��
�

�克
，
通高�

�

�
、

宽

�
。
�

、

足距�
�

�厘米 �图四�
。

另一枚重��克
，

通高�
�

�
、

宽�
�

�
、

足距�厘 米
，

�图 五�
。
两

布面文较为模糊
，
可辨认的 只 有

“
安 邑 口

折
” ，

观其重量
、

形制
，
应为

“
安邑二析尹

布
。

从这五枚布币面文有地名
“
梁

”
或

“
安

邑
”
可知

，
这批布币均为战国时魏国铸币

。

它们为研究战国时焦国的经济情况提供了实

物资料
。

�口��年
















